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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聚焦 

我中心申报国家级项目获得大丰收 

本季度，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先后公布了本年

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结果，我中心在本

年度国家级项目上收获颇丰。中心执行主任苗长虹教授申报的《中部地区

承接产业转移的驱动机制与环境效应》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心艾少伟博士申报的《城市回族社区现代转型的空间模式及发展路径研

究——以“郑汴洛呼”城市民族区为案例》、李江苏博士申报的《黄河流域

资源型城市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及优化路径研究》分别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门艺博士申报的《殷墟甲骨出组、何组、黄组的

比较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级项目的获批率在全校

各单位位居前列。 

《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驱动机制与环境效应》：2008 年国际金融危

机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开始向内地进行大规模产业转移。新一轮转移的区



位因素和驱动机制是什么？对承接地生态环境有何影响？在申请者对我国

产业集聚、区域发展、学习创新等研究基础上，根据国际经济地理学相关

流派融合的新趋势和中部绿色崛起的国家战略需求，建“企业迁移-产业集

聚-区域转型”为核心的产业转移综合分析框架。取论建构、问卷调查、计

量分析、GIS 分析、案例剖析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河南、安徽、湖北为

研究范围，以中原城市群、武汉都市圈、皖江城市带重点开发区为案例区，

以产业集聚区和制造业为核心，在宏观、观、微观种地理尺度上，探讨中

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规模与分布、企业迁移动机区位选择、产业集聚与

关系网络、产业发展与路径依赖、区域环境规制与染变化，理论上建构具

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可持续性转型地理学”，实践上中西部地区实现绿色承

接和可持续性转型提供科学基础和政策建议。 

《城市回族社区现代转型的空间模式及发展路径研究——以“郑汴洛

呼”城市民族区为案例》：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城市化及中国社会“大转型”

背景下，城市回族社区的空间模式及传统发展路径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城市回族社区如何转型？转向何方？路径何在？空间模式是什么？本项目

拟以“城市回族社区”为研究对象，以“郑汴洛呼”城市民族区典型案例

调查为基础，以“区位-地方-空间-关系-制度”为逻辑框架，采取理论建

构、案例解剖及实证分析有机结合的方法, 以城市回族社区现代转型的“空

间区位选择模式、地方性建构与空间重构模式、空间结构模式”为基础，

以“关系建构空间过程及演化模式”为核心，以“地方制度文化传统与发

展路径选择”为落脚点，探索和提炼城市回族社区现代转型的空间模式及

发展路径，进一步推动学科交叉研究和国际学术对话，补充地理学界对回

族社区研究的不足，完善“回族社区”研究的理论范式，在“地理透镜”



下建构基于中国经验的“回族社区地理”理论，为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

民族社区的重构及现代转型提供理论支持。 

《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及优化路径研究》：党的十八

大报告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连续提出要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资源型城

市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目前却成为区域发展中各方面

矛盾集中凸显的区域，提升资源型城市城镇化质量的任务亟为迫切。本研

究首先将从资源型城市的“起源-发展”全过程，梳理资源型城市相关的理

论，丰富资源型城市城镇化理论研究。其次，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基

于城镇化过程中人的生产生活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来确定城镇化质量评价

的目标值取值，优化现有城镇化质量评价方法，科学地对研究样本地区（黄

河流域）的资源型城市城镇化质量作出动态评价。再次，深入分析城镇化

质量的总体特征、结构特征、城镇化质量结构中的短板因素以及形成机理；

最后，将形成机理与短板因素相结合，提出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城镇化质

量的优化路径，为有效提高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城镇化质量提供强有力的

决策依据，也为我国其他地区资源型城市城镇化质量提升提供经验借鉴。 

《殷墟甲骨出组、何组、黄组的比较研究》：在全面深入整理考察出组、

何组、黄组卜辞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比较研究，这三个组类是宾组以后村北

占卜的主体部分，时代上相互衔接且有部分交叉，一直延续到商末，对其

进行全面考察和比较研究。殷墟卜辞出、何、黄三组的占卜内容和占卜形

式体现了商代甲骨占卜制度不断演变和完善的过程，是对前代占卜内容选

择和优化，占卜形式逐渐成熟和格式化。对一些重要内容的排谱可以再现

商代中晚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结合商代考古的发现，以便我们更深入地了

解商代历史社会以及地理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地理学会黄河分会 2014 年学术年会成功召开 

 

7 月 15 - 16 日，由中国地理学会黄河分会主办、宁夏地理学会、宁夏

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宁夏大学内陆向西开放与阿拉伯世界研究协同创新中

心、中共灵武市委和灵武市人民政府承办的“2014 年中国地理学会黄河分

会学术年会暨’内陆开放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高层论坛”在宁夏灵武

市戴斯酒店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九林、我中心主任李小建、宁夏大学

校长何建国、中共灵武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建军、我中心执行

主任苗长虹、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米文宝等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

宁夏大学副校长许兴主持。 

上半场由苗长虹主持，孙九林及其助手任博、李小建和汪一鸣分别作

了《丝路驿站—宁夏民国贸易考》、《从《地理学报》看 80 年的中国经济地

理学发展》和《宁夏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几个问题》。下半场由西北

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院长李同昇主持，苗长虹、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教授段汉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黄河清和包头师范

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宁小莉分别作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内陆开



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发展战略》、《整合资源，扬长避短，建设

银川都市区的东大门》、《黄河入海流路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势分析》和《包

头市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此次黄河分会学术年会历时 2 天，共举办了 3 场分论坛研讨会，参会

单位 31 家，主要有：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河南大学、河南

财经政法大学、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

院、西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宁夏大学、中共灵武市委、市政府。参会

人数达 400 余人，包括专家、学者、研究生和灵武市相关领导干部，主要

来自北京、河南、河北、内蒙古、陕西、山西、山东、安徽、湖南、广东、

宁夏、云南、青海、新疆、甘肃等地。 

颜银根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文章 

近日，我中心研究人员颜银根博士与中国社科院倪鹏飞研究员、西南

财经大学张安全博士合作论文《城市化滞后之谜：基于国际贸易的解释》

在《中国社会科学》2014 年第 7 期发表。文章构建了开放经济下农村剩余

劳动力转移的模型，从国际贸易的视角对滞后城市化给出了全新的解释，

视角较为独特。研究指出，在开放经济体系下，若国内存在大量剩余劳动

力，且本国产品及服务可向国外市场出售，则该国城市化率滞后于工业化

率的程度，与净出口比例显著正相关。在开放体系下存在剩余农村劳动力

的国家，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具有必然性，其滞后程度经历从小至大、再

变小的过程，需据此设计相关的制度建设及配套方针，防止矫枉过正。该

文研究同时也得到了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 Perkins 教授、布朗大学

Henderson 教授、香港中文大学 Morris 教授等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成果简要 

一、 基地重大项目阶段性成果 

项目之一：黄河流域中心城市经济转型动力、过程与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

（负责人：苗长虹，批准号：2009JJD790013） 

1. 吴乐英，苗长虹. 基于社会核算矩阵的产业发展分析与政策模拟——以河南

省为例.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2014(01) 

【摘要】基于河南省 2007 年投入产出表,编制了河南省 2007 年宏观 SAM 和细化

SAM,计算了 SAM乘数并与 IO乘数进行对比,采用乘数分解方法解释了 SAM乘数与

IO 乘数的差异。以乘数分析为基础,依据河南省"十二五"发展规划,分别选取基础

产业、高成长性产业、传统优势产业和服务业作为分析对象,对其进行政策模拟,

依据计算的结果,对河南省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 李晶晶，苗长虹，艾少伟. 中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城市转型研究——以包头

市为例.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2014(01) 

【摘要】中西部老工业城市转型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代表性城市包头市为案例,综合运用统计分析和 SSM 分析方法,对包头市

2005-2010 年各产业部门进行初步探讨。研究发现,在包头市的产业结构中,第一

产业偏低,第二产业偏高,第三产业虚高,传统重工业占有主导地位;其产业结构

演进表明,第一、二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三产业不断提升;包头市经济增长总体

略慢于内蒙古自治区,虽有较多部门发展迅速,地位不断上升,但夕阳衰退部门比

重较大,产业结构尚存在不足,应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城市转型步伐。 

项目之二：黄河流域旅游文化及其历史变迁研究（负责人：贾玉英；批准

号：08JJD840190） 

1.刘慧. 晋商文化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探析——以山西省晋中市为例. 云南财经

大学学报，2014(04) 

【摘要】山西省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旅游业被列为支柱产业之一。山西省是文



物资源大省,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将提到一个重要日程上。晋中市晋商文化底蕴

深厚,资源集中,是晋商文化旅游的热点城市。通过指出晋中市晋商文化旅游发展

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晋商文化旅游未来发展的战略举措。 

项目之三：沿黄黄金旅游带构建及其可持续发展研究（负责人：程遂营；

批准号：12JJD790005） 

1. 代改珍，万建中. 朱仙镇木版年画题材田野研究. 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2014(05). 

【摘要】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取材于历史、戏曲、神话、传说、故事、演义小说、

现实生活等,从产生至今,题材内容有着相对的稳定性.按照题材的创作年代,目

前开封朱仙镇仍在刻印的年画主要分为:建国前的传统年画、20 世纪 60 年代新年

画运动时期的新年画、成为物质文化遗产后的创新年画等三类,其中,传统年画题

材在目前正在流通使用的题材中占到了 73%以上,且不同艺人在持续的再生产过

程中对传统题材的选择呈现出较大的共性;而创新年画则体现了更明显的多元化

特征,艺人的个性更加彰显.在传统年画中,门神为主、多戏曲年画、重英雄情义、

远离世俗、近代缺失等特征明显,共同表达了年画所承载的地方文化,更值得关

注. 

2.王露瑶，周瑞雪，程金龙. 微时代背景下中国政府旅游部门微博营销模式分析. 

旅游纵览(下半月)，2014(07) 

【摘要】在已经到来的微时代,微博为政府旅游部门进行旅游资源营销提供了全

新的平台。本文通过对全国各级政府旅游部门营销微博的观察分析,归纳了政府

旅游部门通过微博进行旅游资源营销的有效路径,提出了事件营销、关系营销、

湿营销以及将整合营销等多种营销策略,以期为国内政府旅游部门的微博营销提

供有效可行的借鉴模式。 

项目之四：黄河变迁与开封城市兴衰的互动关系研究（负责人：马建华；

批准号：12JJD790023） 

1. 吴朋飞，邓玉娜. 明代开封周王府的建筑布局及其对城市结构的影响. 城市

史研究，2014(00) 

【摘要】明代开封地位重要,城市性质特殊,周王府的修造又给这座城市留下鲜明



的时代特征。利用文献和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方法,本文复原了开封周藩世系、周

王府的建筑布局,认为周王府深刻地影响了开封城市形态、地域结构和土地利用

规划。 

2. 崔松松. 黄河变迁对夏邑县城市形态的影响.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4(03). 

【摘要】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进行实地勘察分析,探讨黄河变迁对夏邑县的城池建

设、城市防洪设施、城址变迁及境内河流水系的影响。结果表明:1298 年夏邑始

受黄河灾害影响,黄河在境内决溢 17 次,其中 1309 年、1655 年、1722 年三次河

决而城陷;黄河南泛促成了河堤、护城堤、城墙等防洪系统的修筑与完善;现今夏

邑县典型的"环城湖"天龙湖,是黄河泛滥的产物。夏邑城市形态受黄河影响深远,

是研究黄泛古城城市形态的典型案例。 

3.陈彦芳，马建华，董运武 等. 开封周边地区地表灰尘砷、汞背景值及其应用. 

环境科学，2014(08) 

【摘要】在开封市周边地区采集 96 个地表灰尘样品和 49 个表土样品,用冷原子

荧光法测定样品 As、Hg 含量,计算灰尘和土壤 As、Hg 背景值,并以开封城市地表

灰尘为例,用地积累指数法(Igeo)和污染负荷指数法(PLI)分别开展基于灰尘和

土壤背景值的污染评价.结果表明,开封市附近地区地表灰尘 As、Hg 背景值分别

为 8.04 mg∙kg-1 和 22.37μg∙kg-1,低于其土壤背景值,也低于我国潮土背景值.同

一地区灰尘 As、Hg 背景值小于土壤,这主要与灰尘和土壤的有机质含量、颗粒大

小、农业生产活动有关.基于灰尘背景值的开封城市地表灰尘 As、Hg 的 Igeo 和

PLI,都大于基于我国潮土背景值的Igeo和PLI.因此,多数学者应用我国潮土背景

值开展灰尘污染评价,其污染程度实质上被低估了. 

项目之四：黄河流域区域差异时空对比分析（负责人：叶信岳；批准号：

13JJD790008） 

1. 程叶青，王哲野，叶信岳 等. 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

计量(英文).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2014(04) 

【摘要】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en seriously challenged by 

global climate change due to carbon emissions.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promised to reduce 40%–45% below the level of the year 2005 on its 

carbon intensity by 2020.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target depends on not 

only the substantive transition of society and economy at the national 

scale, but also the action and share of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at the provincial scale. Based on the method provided by the 

IPCC,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and dominating 

factors of China’s carbon intensity from energy consumption in 1997–2010. 

The aim is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policy making 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in China.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Firstly,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increased from 4.16 Gt to 

11.29 Gt from 1997 to 2010, with an annual growth rate of 7.15%, which 

was much lower than that of GDP(11.72%). Secondly, the trend of Moran’s 

I indicated that China’s carbon intensity has a growing spatial 

agglomeration at the provincial scale. The provinces with either high or 

low values appeared to be path-dependent or space-locked to some extent. 

Third, according to spatial panel econometric model, energy intensity, 

energy struc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urbanization rate were the 

dominating factors shaping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China’s carbon 

intensity from energy consumption. Therefor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target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China shoul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nergy utilization, optimize energ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choose the low-carbon urbanization approach and 

implement regional cooperation strategy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2.叶信岳，李晶晶，程叶青. 浙江省经济差异时空动态的多尺度与多机制分析. 

地理科学进展，2014(09) 

【摘要】本文基于多尺度和多机制分析框架,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马尔科

夫链和多层次回归等模型方法,分析了近20年来浙江省经济差异的时空动态及其

动力机制。结果表明:1 浙江省经济差异与地理尺度密切相关,空间尺度越小,区域



差异越大。2 省域经济空间分布从东北到西南大致呈富裕、发达、欠发达和贫困

的格局;富裕与贫困类别有强稳定性,并有明显的连片扩张趋势;欠发达地区更可

能遭遇"贫困陷阱"。3 浙江省经济发展表现出显著的空间依赖和自我强化集聚特

征。4省内经济差异对核心—边缘结构和时间层次较为敏感;全球化是其经济差异

的主要驱动力;分权化是影响其核心—边缘结构的重要机制;市场化可缩小因外

商投资导致的空间集聚。本文从演化的角度对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理论作

了实证分析,验证了其在中国的适用性,认为全球资本的地理和政策偏好会加剧

区域经济差异。此外,城乡差异也是浙江省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二、 学术交流 

1.“河南省黄河滩区移民搬迁问题研究”项目启动会举行 

2014 年 7 月 21 日，由我中心执行主任苗长虹教授主持的河南省政府决策研

究招标重点课题“河南省黄河滩区移民搬迁问题研究”项目启动会在我校举行。河

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处李政新处长、马永华副处长，以及来自河南省政府

移民办、河南大学、河南理工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许昌学院、南阳理工学

院、南阳师范学院的子课题负责人近 20 人参加了此次项目启动会。启动会由马

永华主持。 

在项目启动会上，李政新处长就 2014 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立

项情况进行了简要说明，要求各个子课题始终围绕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开展项

目研究工作，并特别指出，今年的重点项目“河南省黄河滩区移民搬迁问题研究”

在组织模式进行了新的尝试，基本做法是依托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和河南省重要

智库——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以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牵头，由

知名专家领衔，以科研团队支撑进行协同研究。苗长虹教授承担的重点课题，就

是新的组织模式的尝试，期待能够产生服务省政府决策的高质量研究报告。各子

课题负责人分别就各自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设计、重点难点等进行了详细

汇报。苗长虹教授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高度，对黄河滩区移民搬迁问题的意

义进行了阐述，对课题研究计划与调研考察进行了全面安排。 

项目启动会统一了思想，进一步明确了今后项目开展的重点和任务，取得了



预期的效果。最后，李政新处长就项目研究提出了具体要求：第一，着眼应用。

坚持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服务的根本方向，课题研究突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第二，

弄清底数。明晰黄河滩区移民数量、产生根源等基础性问题；第三，把握规律。

认清黄河变迁的历史规律，分析滩区移民产生的历史根源、现实原因，在此基础

上进行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 

2.苗长虹主任等出席河南省黄河滩区移民搬迁问题研究座谈会 

2014 年 9 月 24 日，河南省黄河滩区移民搬迁问题研讨会在濮阳市举行。濮

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新普、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郭建军、河南

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处处长李政新、我中心苗长虹教授、赵建吉副教授、

吴朋飞副教授、环境规划学院潘少奇博士、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张庆峰教授以及郑

州市、洛阳市、新乡市、焦作市、濮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相关

负责同志共 2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李政新处长主持。 

沿黄各地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负责人对各地市黄河滩区移民

搬迁的主要做法、存在问题、政策建议等进行了说明。我中心赵建吉副教授对开

封市黄河滩区整体概况进行了分析，结合 TM 卫星遥感影象数据，对开封黄河滩

区土地利用状况进行了报告。对我中心承担的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决策咨询

重点项目《河南省黄河滩区移民搬迁问题研究》下一步工作重点和计划进行了说

明，对河南省黄河滩区基本情况进行摸底，绘制河南黄河滩区空间布局图；加强

对黄河滩区形成的历史地理研究，认识黄河、黄河滩区发展和演化规律；通过黄

河滩区移民搬迁的综合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滩区搬迁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黄

河滩区移民搬迁的政策建议，以及国家对黄河滩区移民搬迁的补偿标准。 

3.“甲骨文研究与甲骨文数据库创建”高层论坛圆满成功 

2014 年 9 月 28 日上午，甲骨文研究与甲骨文数据库的创建高层论坛在明伦

校区 6号楼三楼会议室成功举办。此次论坛是由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

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办，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中心古汉字研究所承办，邀请首都师范大学甲骨文研究中心黄天树教授、华南

师范大学文学院张玉金教授、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陈年福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



学院常耀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孙亚冰副研究员五位专家就甲骨文研究

与甲骨文数据库的创建问题进行了交流和对话。会上五位专家就各自的团队在甲

骨文研究方面所做的各项工作做了介绍，就甲骨文数据库的创建问题提了自己的

意见和建议，并提出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可以加强合作研究的希望。在与听会的同

学做互动交流的环节，专家们就同学们提出学习甲骨文有什么用的问题做出了精

彩回答，张玉金教授说人区别于动物在于人们会进行哲学思考：我从哪里来。研

究文字学、甲骨文的目的就是解释汉字从哪里来的问题。另外社会科学研究如同

城市的森林，为人们的生活输送氧气和养料。常耀华教授也解释了我们所从事的

甲骨文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更多的是人们心理层面的需求。 

4.赵轶峰教授应邀到中心做学术报告 

9 月 23 日上午，应中心邀请，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院长赵轶峰教授

在博文楼报告厅为广大师生作了题为“身份与权利：明代社会分层结构探析”的学

术报告。报告由中心副主任牛建强教授主持。 

赵教授的报告深入浅出，现场座无虚席。首先，他概述了明代社会的基本面

貌，并指出与前代相比，明代社会出现了一些不可逆转的社会变化。并以此为准，

提出明代社会是一种帝制农商社会，国家在社会组织体系中发挥着支配作用。接

着，他阐述并分析了社会身份、社会分层、职业、人身依附、社会结构的定义，

在此基础上提出明代社会分层的一些看法，依据身份与权利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

明代社会人群划分为贵族、士绅、庶民和贱民，重点阐述了社会分层体系中的依

附关系，指出明朝后期蓄养奴仆现象并没有缩减，反而呈现扩大趋势。最后，赵

教授总结说，明代社会具有层次结构，贵族、士绅权利依旧，庶民总体权利地位

稳定，贱民地位没有明显提高，因此明代社会结构的变动是有限的。 

三、 主要论著 

[1]李亚婷，潘少奇，苗长虹. 中原经济区县际经济联系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特征. 

地理研究，2014(07). 

[2]颜银根，安虎森. 中国分割的经济空间:基于区域间经济增长溢出的实证研究. 

当代经济科学，2014(04). 



[3]闵祥鹏. 郊庙歌辞与唐代国家祈福禳灾观念. 浙江学刊，2014(04). 

[4]彭恒礼. 蝗灾与戏剧. 文化遗产，2014(04). 

[5]闵祥鹏. 文化遗产数字化与互动性推广模式——基于新媒介载体的文化产业

开发. 东方论坛，2014(04). 

[6]乔家君，周洋. 基于空间界面理论乡村社区选址研究——以河南省晴岚社区

为例. 人文地理，2014(04). 

[7]刘鹏飞，秦耀辰，赵萌.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郑州市生态安全评价. 安全与

环境学报，2014(04). 

[8]李江苏. 中西部地区化石能源开发利用综合效应初探.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

展，2014(01). 

[9]颜银根. 贸易自由化、企业异质化与外向型经济.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2014(01). 

[10]乔家君，刘晨光. 我国学术期刊空间格局及其生态环境评价.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05). 

[11]颜银根. 转移支付、产业跨区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 财经研究，2014(09). 

[12]吴朋飞. 开封水体景观的由来与现状调查研究. 中国名城，2014(09). 

[13]赵建吉，祝晶，杨建涛. 承接产业转移与河南汽车产业升级研究. 科技管理

研究，2014(18). 

[14]袁俊杰. 令鼎铭文通释补证. 华夏考古，2014(03). 

[15]张纯成. 现代黄河文明及其生态补偿: 人民出版社，2014. 

四、 社会服务 

我校与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14年7月1日下午，我校与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河南规划大厦举行。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人事处处长刘

志宏、规划处副处长夏保林，河南省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院长尹

卫红、总规划师黄向球、王建军，我中心执行主任苗长虹、科研处副处长周大鹏、

人事处副处长魏春吉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签约仪式。仪式由河南省省城乡规划

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总规划师黄向球主持。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人事处处长刘志宏对双方这些联姻表示祝贺。他说，

双方的联结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人才强省战略的重要举措，通

过这次合作，对促进产学研结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强化双方相关领域实力，

促进双方共同发展意义重大。 

河南省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院长尹卫红在致辞中介绍了河

南省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并阐述了双方合作的背景与

目的。尹卫红说，河南大学是人才培养的沃土，在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等方面成

绩显著。河南省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是河南省唯一一家持有六甲资

质的综合性设计单位，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在工程设计领域树立了在河南省同

行业的主导地位，为河南省的城镇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目前面临着国内外

同行竞争、队伍力量凝练、业务水平发展瓶颈、规划理念与技术更新等一系列挑

战，十分有必要加强与相关科研高校的合作。 

我中心执行主任苗长虹教授阐述了合作的重要意义与现实基础。他说，双方

的合作符合国家所倡导的2011协同创新框架，也是河南省实施人才强省战略的重

要环节，并且双方之前已在人员互访、项目合作、学术与技术交流等领域建立初

步联系，具有较好的联系基础。河南大学作为一所百年名校，具有学科门类齐全、

科研能力突出与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而河南省城乡规划院作为省内规划设计领

域的领头羊，具有过硬的业务能力、丰富的技术力量与一大批行业领域专家，依

托各自的基础和优势，双方可以通过具体项目、人才培养、技术攻关等多种方式，

开展全方位、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并可以在合作的体制机制方面进行创新，从而

推动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促进共同进步与提高。 

出席仪式的相关部门围绕合作原则、合作领域、合作机制及双方权利与义务

进行了详细商讨，在高层定期互访与交流、专业团队互访与对接、博士后流动站

和博士后研发基地合作、专业人才联合培养、培训与实习基地共建、项目合作、

技术攻关等领域形成了战略框架协议。 


